
寶山國小109學年度素養導向教學設計 

領域/科目 自然與生活科技 設計者 林根煌  

實施年級 六年級 總節數 7節(280分鐘)  

單元名稱 第三單元  生物與環境  

設計依據  

學

習

重

點 

學習

表現 

Pc-Ⅲ-2 能利用簡單形式的口語、文 字、

影像（例 如：攝影、錄 影）、繪圖或實 

物、科學名詞、數學公式、模型等，表達

探究之過程、發現或成果。 

po-Ⅲ-1 能從學習活動、日常經驗及科技

運用、自然環境、書刊及網路媒體等察覺

問題。 

tr-Ⅲ-1 能將自己及他人所觀察、記 錄的

自然現象與習得的知識互相連結，察覺彼

此間的關係，並提出自己的想法及知道與

他人的差異。 核心

素養 

自-E-A1 能運用五

官，敏銳的觀察周遭

環境，保持好奇心、

想像力持續探索自

然。 

 

自-E-B1 能分析比

較、製作圖表、運用

簡單數學等方法，整

理已有的自然科學資 

訊或數據，並利用較

簡單形式的口語、文

字、影像、繪圖或實

物、科學 名詞、數學

公式、模型等，表達

探究 之過程、發現或

成 果。 

 

自-E-C1 培養愛護自

然、珍愛生命、惜取

資源的關懷心與行動 

力。 

 

學習

內容 

INc-Ⅲ-8在同一時期，特定區域上，相同

物種所組成的 群體稱為「族群」，而在特

定區域由多個族群結合而組成「群集」。 

INd-Ⅲ-5 生物體接受環境刺激會產生適當

的反應，並自動調節生理作用以維持恆

定。 

INe-Ⅲ-12生物的分布和習性，會受環境因

素的影響；環境改變也會影響生存於其中

的生物種類。 

INe-Ⅲ-13生態系中生物與生物彼此間的交

互作用，有寄生、共生和競爭的關係。 

 

議

題

融

入 

實質

內涵 
環境教育、生命教育 

所融

入之

學習

重點 

1-1 多樣的生物世界 

1.察覺環境不同，其中的生物就不一樣。 

2.培養好奇、探究原因的科學態度。 

1-2 臺灣的自然環境 

1.認識臺灣不同的自然環境裡，各有能適應而生存其中的生物。 

2.認識臺灣特有種生物，培養愛鄉土、愛臺灣的情懷。 

教材來源 康軒版自然第八冊  

學習目標  

1-1 多樣的生物世界 

1.認識有許多不同種類的生物，生長在地球上許多不同的環境中，這些生物都具有適合生

存在當地環境的特色。 

2.察覺生物棲息的環境有許多，每種環境也各有其特徵。 

 



3.培養好奇、探究原因的科學態度。 

4.察覺生物棲息的環境有許多，每種環境都各有其特徵。 

5.察覺環境不同，其中生存的生物就不一樣。 

1-2 臺灣的自然環境 

1.察覺臺灣四面環海，而且有許多不同的地形。 

2.了解臺灣不同的自然環境中，各有能適應而生存其中的生物。 

3.認識臺灣的特有種生物及保育類生物。 

4.培養愛鄉土、愛臺灣的情懷。 

 

教學活動設計 

教學活動內容及實施方式 時間 備註 

1-1 多樣的生物世界 

1.引起動機 

2.想一想：地球上有許多不同的生物，你知道哪些生物呢？這些生物

住在怎樣的環境裡？ 

→本活動主要討論野外常見或常聽到的動植物，若學生提出一般寵

物，可提示學生將思考範圍擴及野外及世界各地。 

→本活動主要在引發思考和興趣，並不要求確定的答案。 

3.發展活動 

4.說明：地球上有許多不同的環境，也住著各種不同的生物，這些生

物都具有適合生存在當地環境的特殊構造。 

→利用課本的環境情境圖，列舉幾種環境的特徵和可能生長的生

物。討論各種環境的特徵時，教師可先將各種環境情境圖揭示在

黑板上，逐一討論。如草原的環境有什麼特徵？極地地區、沙漠

地區、海洋等地區又各有什麼特徵？ 

→熱帶雨林：主要分布在赤道兩側，氣候溫暖潮溼、雨量豐沛，沒

有明顯的季節變化，具有最豐富、多樣的生物種類，例如巨嘴

鳥、樹懶、猩猩、長臂猿等。 

→極地：位於地球南、北極附近的區域，終年冰雪覆蓋，僅有少數

動、植物在此生存，常見的動物例如北極的海象、北極熊；南極

的企鵝、海豹等生物。 

→草原：乾季和雨季分明。植物生命力強，有許多大型的草食性動

物，例如長頸鹿、斑馬等，肉食性動物例如獅子、豹等。由於草

原遮蔽物少，動物大多擅長跑步。 

→沙漠：年雨量少於250毫米，氣候乾燥，日夜溫差大，生物不容易

在此生存，因此生物種類比其他環境少。由於氣候乾燥、雨量不

足，生物大多具有保存水分的能力，例如仙人掌、駱駝、跳鼠

等。 

→海洋：是地球上分布最廣的環境，屬於鹹水水域。不同位置，水

溫高低和水域深淺也不同。生物種類豐富，例如海藻、海葵、珊

瑚、鯨豚、海龜等。 

→溪流：是會流動的淡水水域，有些地方水流較湍急，有些地方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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流較緩慢。在溪流中常可以發現藻類、魚、蝦、蟹和蛙等水生生

物。 

→河口：位於河川與海洋的交界處，水中的鹽分含量及水位漲落變

化很大，生物大多具有適應環境中鹽分和水位變化的能力，例如

文蛤、彈塗魚、水筆仔等。 

→指導學生在聆聽過程中，系統歸納他人發表的內容。 

→讓學生運用科技與資訊上網查閱資料，或觀賞相關影片等資源，

認識生物生存環境的特徵。 

5.說明：海洋環境可分為水深不超過200公尺的淺海區，與水深超過

200公尺的遠洋區。因為海洋分布廣闊，且海水深度差異大，因此生

物種類非常多樣。 

→引導學生思考海洋環境有何特色？例如有深淺的變化，海洋地形

有淺灘、潮間帶、珊瑚礁等淺海區、也有深不見光的遠海區。 

→引導學生逐一思考海水的深度差異很大，生活在其中的生物具有

哪些適應環境的特徵。 

→海洋中的生物因為海水深度差異很大，接受到陽光照射的程度不

同，造成了生物適應上的極大差異。例如淺海區的珊瑚礁雖然占

海洋面積不到0.3％，但卻是海洋物種最多、最豐富的區域。但是

深海中因缺乏陽光的照射，生物視覺幾乎退化。 

→有些深海中的生物會發光，能幫助牠們引誘獵物、迷惑敵人或吸

引異性，例如深海鮟鱇、糠蝦等。 

6.說明：溪流的水流速度變化大，不同季節的水流量也可能不同。 

→引導學生思考溪流環境有何特色？例如溪流的上游、中游和下游

區域各有什麼不同。 

→例如上游的水流速度較快、中游的水流速度次之，下游最慢。教

師可引導學生回想6上大地的奧祕單元中所學溪流的特徵，對於生

活在溪流中的生物有什麼影響。 

7.想一想：生存在溪流環境中的生物是如何適應環境？ 

→引導學生逐一思考溪流水流速度的變化，對於生活在其中的生物

具有哪些影響。例如水流速度較快的區域，植物較不容易附著生

長，有些水中的動物會以岸邊的枯枝落葉為食。生活在溪流的魚

類身體大都呈流線形以減少阻力等。 

8.說明：熱帶雨林是許多生物的棲息地，溫暖潮溼的環境、豐沛的雨

量和足夠的食物，孕育了各式各樣的動、植物。 

→引導學生思考熱帶雨林環境有何特色？例如熱帶雨林通常溫暖潮

溼，雨量多且降雨頻繁。 

→引導學生逐一思考，當地的生物具有哪些適應環境的特色。 

→熱帶雨林氣候溫暖潮溼，利於生物生長，因此物種繁多，為全球

生物多樣性最高的區域。熱帶雨林植物茂密，枝幹高大粗壯以利

爭取陽光，枝幹上常有攀藤植物攀附其上。樹木葉片寬大有助於

蒸散水分，有時具板根或支持根，便於呼吸同時防止傾倒。由於

樹冠層枝葉茂密，陽光難以抵達下層區域，因此底層植物以苔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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與地衣為主。 

9.說明：草原的地形平坦開闊，較少高大的樹木。 

→草原降雨較少，通常有明顯的乾季與雨季差異。 

10.想一想：生存在草原環境中的生物，如何適應環境？ 

→草原降雨較熱帶雨林少，因此植物以草本與低矮的灌木為主，少

有高大喬木。部分地區的草原有相當明顯的乾、雨季之別，乾季

時地面光禿、植被稀少，雨季則草木茂盛，當地動物因此會有

「逐水草而居」的遷移行為。由於無高大植物遮掩，使得草原地

區視野遼闊，動物多具有靈敏的五官且擅長奔跑，部分體色為與

環境相近的保護色，也有小型動物以穴區方式來躲避捕食者。 

→獅子為草原上常見的群居動物。雄獅具有明顯的深色鬃毛，象徵

其領導地位且可嚇阻其他掠食者例如豹或獵狗；雌獅則具有淺色

的毛皮及靈活的四肢，肩負狩獵的任務。 

→斑馬身上具有明顯的黑白斑紋，成群結隊移動時具有擾亂掠食者

視覺的作用，其靈敏的聽覺與嗅覺也有助於在夜間躲避掠食者。

斑馬為群居動物，但沒有固定的棲地，經常藉由遷移來獲取足夠

的食物。 

11.說明：沙漠環境乾燥、缺水，而且日夜溫差極大。 

12.想一想：生存在沙漠環境中的生物，各具有什麼特殊構造來適應

環境？ 

→沙漠的動物，白天大多躲藏在洞裡，一方面防日晒，一方面防止

水分大量散失。到了夜晚，才紛紛爬出洞穴進行覓食、求偶等活

動，「晝伏夜出」是沙漠動物的一大特徵。動物在體型上、構造

上或生理上也常有特殊的地方，例如駱駝的駝峰裡儲存著脂肪，

食物缺乏時，可以供應能量；眼睛具有三層眼皮，外面的兩層上

有捲曲的睫毛，可以防止風沙吹入眼裡；耳朵小，上面罩有毛

髮，耳孔裡有毛，鼻孔可以自動閉合，都是防止風沙的特殊構

造。 

→跳鼠有對大耳朵，幫助散熱，同時具有前腳短、後腳長，和一根

比身體長一倍半的尾巴等特徵，是個跳遠高手，當敵人出現時，

較容易「跳」脫。 

→仙人掌葉子特化成針狀，可以減少水分蒸散；肥大的莖可儲存大

量水分；根系則分布淺而廣，一旦下雨就能迅速吸收大量的水

分，因而能夠適應沙漠地區陽光強烈、乾燥、土壤貧瘠的環境。 

13.說明：極地環境終年冰雪覆蓋、氣候嚴寒。 

14.想一想：生存在極地環境中的生物，各具有什麼特殊構造來適應

環境？ 

→極地環境通常很寒冷，氣候乾燥、少降水，生存條件嚴苛。 

→極地的生物有一些適應環境的構造，例如有些生活在寒帶的企

鵝，企鵝是不會飛的鳥類，主要生長在南極。全身密布羽毛，鼻

孔裡也長有羽毛，飄雪時可以防止雪花進入鼻孔，作為保護。另

外，企鵝的皮下脂肪厚達2～3公分，這種特殊的構造，使牠在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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下60℃的冰天雪地中，仍然能夠生存。 

→海豹皮膚上有一層濃密的短毛，皮下有肥厚的脂肪，藉以保持皮

膚的乾燥與溫暖，可以幫助牠生活在寒冷的極地，此外，牠們有

靈敏的觸鬚，能偵測水中的細微水流，是水中的捕獵高手。 

→北極熊具有肥厚的皮下脂肪及保暖的毛皮，以抵禦嚴寒的氣候。 

→本活動目的在於讓學生察覺生物生存必須適應環境，可適應於不

同棲息地的動、植物也各不相同。 

→教師可鼓勵學生多閱讀相關書籍，或觀賞相關影片，只要能大略

了解世界各地具有不同的自然環境，其中的生物種類和特徵也不

一樣即可。 

15.歸納 

(1)地球上各種生態環境，各有其不同的特徵。 

(2)生物和環境是息息相關的，環境不同，居住的生物就不一樣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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彰化縣寶山國小 108學年度議課紀錄 

時間:110年  5 月 6 日（四  ）    11 點 30 分 

地點: 校長室 

出席人員: 林根煌、陳志風、陳泰佑 

主席: 林根煌                    紀錄: 陳志風 

會議記錄： 

一、上課結論分享： 

     根煌：本次上課原本預計將同學分成六組讓同學分組報告，可

是考量到進度及課程內容完整性，只有取 4個部份讓同學進每分

組，導致每一組的人數較多，有人在小組內沒有工作。 

     為了讓同學有較多對自然環境的認識，我們透過自然環境的影

片了解極地、沙漠的生活型態及介紹。 

二、有沒有老師要給予回饋呢？ 

   志風：課堂整體流暢，但是同學上臺的時候表達能力較弱，未來

可以多讓同學有表達的機會。 

   泰佑：上課使用資訊設備熟練，同學操作也十分流暢。但是各組

報告的時間控制可以再加強，以免影響課程節奏。 

 

 



影像紀錄： 

 

 

 


